
調查研究報告(自選部分章節) 

 

一、調查研究： 

(1) 主要參與者之工作職掌： 

A. 黃志方：電腦音樂元素與自律神經系統對應關係研究；  

B. 鄭建文：電腦音樂與健康調查問卷調查設計；  

C. 王復蘇：客雅智慧健康音樂會自律神經系統量測方式與儀器操作指導現

場介紹； 

(2) 使用 MIDI 所定義之客觀的音樂 6 元素，包括：P (Pitch) 音高，R 

(Rhythm) 節奏，A (Articulation) 音長，V (Velocity) 力度，T (Timbre)，以

及 Tempo 等，可作為本計畫電腦音樂會創作所使用的 MIDI 音樂元素，其

定義的方式，也就是「音樂 DNA」，可找出音樂元素對應到自律神經系統

數據的關聯性，如圖 1「音樂 DNA」：客觀的音樂 6 元素所示。 

 

圖 1. 「音樂 DNA」：客觀的音樂 6 元素。 

(3) 以心率變異感應器 HRV (Heart Rate Variability)，可客觀的量測出自律神經

系統的各種身心狀態，由王復蘇醫師所定義之 ANS 自律神經系統分類定

義，如表 1 所示。 

表 1. ANS 自律神經系統分類定義 



 

分類 自律神經概括

性總體活性 

(TP) 

交感神

經活性 

(LF) 

副交感神

經活性 

(HF) 

可能之患者類型說

明 

第一型 

ANS-1 

500<TP<2000 

>70 <30 

個性容易緊張、工作

壓力很大、生活步調

緊湊的人 

第二型 

ANS-2 

500<TP<2000 

 

<45 

 

>55 

較鬆散或過敏體質人

士、長時間睡眠品質

不良者、承受重大壓

力之極少數(5%) 

第三型 

ANS-3 
<500 <45 <30 

糖尿病、重大壓力、

冠心病、憂鬱症、惡

性體質、甲狀腺疾病

或腫大 

第四型 

ANS-4 
>2000 >70 >55 

經常段鍛鍊體能的健

康人、運動員、甲狀

腺疾病或腫大、長期

暴露極重大壓力者 

第五型 

ANS-5 
<300 <45 <25 

糖尿病、更年期 

第六 A 型 

ANS-6A 

 

>2000 

>70 

N 單純性交感神經活性

旺盛；一般與焦慮緊

張有關 

第六 B 型 

ANS-6B 

 

>2000 

N 

 

>55 

單純性副交感神經活

性旺盛；大多屬於體

質或長期運動因素 

第七 A 型 

ANS-7A 
<500 <45 

N 單純性交感神經活性

低下；一般與活動力

不足有關 

第七 B 型 

ANS-7B 
<500 

N 

<30 

單純性副交感神經活

性低下；一般與睡眠

或休閒不足有關 

未分類 量測結果不屬於正常範圍以及不屬於上述 7 項分類 

正常 量測數值均在正常範圍內 

  

(4) 在主觀的問卷調查方面，將設計正規畫 Normalized from 0 to 100 的音樂會

聽者主觀感受自律神經系統的問卷調查表格，例如：自律神經系統 HRV 數

據從最舒緩的副交感神經 HF, LF 到 VLF 交感神經緊張的方向，可

Normalized 整規劃定義自律神經系統身心狀態的量化數據：from 0 (最舒

緩),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to 100 (最刺激)。主觀的自律神經問卷

調查與客觀的 HRV 心率變異儀器偵測聽「茉莉調」放鬆版與「茉莉調」振

奮版的自律神經實際效果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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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主觀的自律神經問卷調查與客觀的 HRV 心率變異儀器偵測聽「茉莉

調」放鬆版與「茉莉調」振奮版的自律神經實際效果。 

 

二、實施進度： 

(1) 本計畫 11 月至 12 月期程中，參與之工作人員可對於可從豐富的 Computer 

Music 電腦音樂與 Music Technology 音樂科技研究領域中，完成所規畫之

音樂會演出，參考並學習規劃與發展能力，並整合與分析測試之自律神經

音樂發展能力。 

(2) 調查與測試結果如下，智慧電腦音樂作品：1、黃志方：「茉莉調」振奮

版；2、黃志方：「茉莉調」放鬆版；3、黃志方：「風情月思」；4、黃志

方：「都馬調」。 

由自律神經專家王復蘇醫師現場講解自律神經系統，由心率變異分析

（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量測連續心跳速率變化程度的數據。 

三、測試結果： 

1. 客雅健康智慧音樂會當天，本計畫「客雅智慧健康音樂會」誠品表演廳，由

自律神經專家王復蘇醫師親自於現場講解聆聽音樂前、後之自律神經系統 HRV

心率變異數據之變化，如圖 3 所示。 



 
圖 3. 自律神經專家王復蘇醫師親自於現場講解聆聽音樂 HRV 心率變異數據之

變化。 

 

2. 客雅健康智慧音樂會研究調查測試時，由於 Post Test 後測之時間和音樂會演

出樂曲後，會有一小部分和下一首音樂演出的時間重疊，因此本計畫調查研究

部分，於之後將客雅健康智慧音樂會現場由錄音師所錄製之音樂，帶至開南大

學健康學院樂活館重新測試比對音樂生理數據，可完全避免音樂後測時有下一

首音樂一小部分重疊的問題。 

 

開南大學健康學院樂活館測試場地照片： 

 

圖 4. 開南大學健康學院樂活館量測現場。 

 



開南大學健康學院樂活館測試結果如下： 

(1) 第一位受測者開南大學健康學院樂活館 Pre-Test 前測 (現場沒有聽音樂) 的

結果： 

 

 

(2) 第一位受測者開南大學健康學院樂活館 Post-Test 後測 (現場聽茉莉調放鬆

版音樂後) 的結果： 



 

 

 

四、調查研究結論： 

(1) 本計畫客雅智慧健康音樂會採用電腦音樂 MIDI 標準通信協定規範，透過

MIDI Music Element 音樂元素：P (Pitch) 音高，R (Rhythm) 節奏，A 

(Articulation) 音長，V (Velocity) 力度，T (Timbre) 音色，以及 Tempo

等，可作為本計畫客雅智慧健康音樂會 AI Music Therapy 系統使用的 MIDI



音樂元素，創作樂曲為 「舒緩」與「刺激」的不同方向，讓人體的自律神

經系統可依據所需之音樂刺激度創作來調整至健康的方向。 

(2) 本次「客雅智慧健康音樂會」現場在第二位受測者的測試過程中，均受到

音樂會樂曲之間時間不足，造成後測 Post-Test 均會受到下一首音樂演奏前

段的影響，因此「客雅智慧健康音樂會」結束後，計畫主持人與兩位受測

者均至開南大學健康學院「樂活館」場地播放、測試。 

(3) 整體而言，本計畫客雅智慧健康音樂在主觀的問卷調查方面，設計正規畫

Normalized from 0 to 100 的音樂會聽者主觀感受自律神經系統的問卷調查

表格，自律神經系統 HRV 數據從最舒緩的副交感神經 HF, LF 到 VLF 交感

神經緊張的方向，可 Normalized 整規劃定義自律神經系統身心狀態的量化

數據：from 0 (最舒緩),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to 100 (最刺激)。樂

曲設計先從振奮版開始，本計畫主持人也是測試樂曲之作曲者，其主觀問

卷為 82 的刺激度，再演奏放鬆版，刺激度問卷為 31。HRV 測試結果： 

第一位受測者在誠品表演廳現場沒有聆聽音樂的數據為：心跳率 HR (Heart 

Rate) = 98 BPM, 心跳率變異度 HRV - SDNN = 15.3；聽完放鬆版茉莉調後

的測試數據為：心跳率 HR (Heart Rate) = 93 BPM, 心跳率變異度 HRV - 

SDNN = 18.6。 第二位受測者在誠品表演廳現場聆聽音樂後的數據為：心

跳率 HR (Heart Rate) = 95 BPM, 心跳率變異度 HRV - SDNN = 12.2；聽完

放鬆版茉莉調後的測試數據為：心跳率 HR (Heart Rate) = 87 BPM, 心跳率

變異度 HRV - SDNN = 11.1。 因此本計畫確實可證實智慧電腦音樂的

MIDI 數據刺激度調整後，確實可達到一定的舒壓效果。 

(4) 音樂喜好度與音樂刺激度調查問卷。以下為本次「客雅智慧健康音樂

會」，兩位受測者依據自身對以下演出與播放的樂曲，所填寫的「音樂喜

好度」與「音樂刺激度」調查問卷： 

本次問卷調查，均統一以 0 至 10 分來表示，包括： 

音樂喜好度 0 分為「非常不喜歡」，10 分為「非常不喜歡」。 

音樂刺激度 0 分為「非常放鬆」，10 分為「非常刺激」。 

 

經整理後，兩位受測者的調查問卷結果如下： 

受測者 1： 

聆聽完受測音樂後，對於該音樂的主觀感受： 

1. 茉莉調振奮版 

音樂喜好度 = 1 分 

音樂刺激度 = 6 分 

2. 茉莉調放鬆版 

音樂喜好度 = 2 分 

音樂刺激度 = 8 分 

3. 風情月思 



音樂喜好度 = 5 分 

音樂刺激度 = 5 分 

4. 都馬調 

音樂喜好度 = 3 分 

音樂刺激度 = 5 分 

受測者 2： 

聆聽完受測音樂後，對於該音樂的主觀感受： 

1. 茉莉調振奮版 

音樂喜好度 = 7 分 

音樂刺激度 = 7 分 

2. 茉莉調放鬆版 

音樂喜好度 = 3 分 

音樂刺激度 = 6 分 

3. 風情月思 

音樂喜好度 = 8 分 

音樂刺激度 = 6 分 

4. 都馬調 

音樂喜好度 = 7 分 

音樂刺激度 =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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